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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北京时间12月20日，国际奥委会公

布2024巴黎奥运会田径项目资格获取方案。运动

员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获得参赛席位，其中50%的

席位将通过达标期内达到竞赛项目参赛标准的

方式获取，另外50%的席位将通过排位期内的世

界田联排名确定归属。

除10000米、马拉松、竞走以及综合项目外，

所有个人竞赛项目的奥运达标期和排位期均为

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10000米、综合项

目、竞走以及接力项目的奥运达标期和排位期为

2022年12月31日至2024年6月30日；马拉松的相应

期间则是2022年11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

所有达标成绩必须在世界田联及其地区协

会、国家和地区联合会组织的赛事或授权赛事上

获得。这些赛事需纳入世界田联全球比赛日历，

且所有赛事规则必须和世界田联规则保持一致。

接力项目方面，2024年世界田联接力赛各项目

比赛中排名最高的14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将自动

获得2024年巴黎奥运会参赛席位，余下的队伍将通

过2022年12月31日至2024年6月30日的世界田联接

力项目表现排名来获取奥运会接力赛参赛席位。

国际奥委会还在资格获取方案中附上了巴

黎奥运会田径各项达标成绩，其中男子百米达标

线为10秒。 （李东烨）

本报记者 陈思彤

为全面落实备战2024年巴黎奥

运会冬训计划，增强运动员的使命

感、责任感、荣誉感，打造能征善战、

作风优良的国家队，国家皮划艇静水

集训队日前在浙江千岛湖国家水上

训练基地完成了为期一周的军事训

练，进入冬训阶段。

运动员们的训练从军姿训练开

始，军姿训练是军人的第一课，也是队

员每日军事训练必不可少的一项。通

过军姿训练，增强了全体人员纪律意

识，服从指挥，磨炼意志，展现出皮划

艇运动员的风采。随后进行的捕俘刀

套路训练是军人经典的格斗术，作为

一项体能锻炼受到了队员的欢迎，让

运动员在未来的生活和训练中继续发

扬吃苦耐劳、敢于拼搏、挑战自我的优

良作风。

为培养队伍的团体合作意识和

集体主义精神，训练中进行了团队破

冰、团队核心选取、班委竞选、风采展

示等多项训练活动。

通过本次军事训练，不仅提高了

运动员的政治觉悟，激发了强烈的爱

国热情，尤其是加强了运动员艰苦奋

斗、刻苦耐劳的坚强毅力和集体主义

精神。运动员纷纷表示，本次军训有

助于他们增强国防观念和组织纪律

性，并帮助他们更好地养成端正的训

练态度和优良的生活作风。奥运冠军

徐诗晓和孙梦雅表示，将会把“流血

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的精

神，将军人吃苦耐劳，一切以集体为

中心的传统继承发扬下去。奥运银牌

选手刘浩、郑鹏飞表示，准备将“勇者

无畏，强者无敌”的精神用在接下来

的训练中并继续鞭策自己，学会了

“服从”和“信任”，相信教练、相信自

己、相信队友。运动员们纷纷表示为

接下来的备战训练做好了准备，以为

国争光为己任，完成巴黎奥运会备战

任务。

军训结束后，队伍迅速进入到冬

训状态。总局水上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军训为新周期的冬训、新一轮备

战夯实了基础，以军人的精神为备战

巴黎奥运会打响第一枪，形成了攻坚

克难的强大精神动力。这种强大的精

神动力将带领中国皮划艇项目在巴

黎奥运会的赛场上续写辉煌。

本报记者 李雪颖

为期6天的墨尔本短池游泳世锦赛近日收

官，48个项目的金牌花落各家。本次比赛共刷新

了14项世界纪录、6项世界青年纪录、23个赛会

纪录。美国队以17金13银6铜共36枚奖牌的成绩

排名第一，澳大利亚队作为东道主获得了13金8

银5铜共26枚奖牌，排名第二。整体实力雄厚的

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实现了“断崖式”的领先，

排名第三的意大利队收获了5金6银5铜共16枚

奖牌。

美国选手墨菲、加拿大选手麦克尼尔分获

最佳男、女运动员称号。奥运冠军墨菲表现神

勇，共斩获5金1银，并包揽了50米、100米、200米

仰泳的金牌。他100米仰泳48秒50的夺冠成绩刷

新了赛会纪录。东京奥运会100米蝶泳冠军22岁

的麦克尼尔是张雨霏的主要对手之一，此次比

赛她延续了良好的竞技状态，共收获3金3铜，以

及2项世界纪录。与张雨霏在50米蝶泳的正面交

锋中，她与美国选手赫斯克同时触壁，以24秒64

的成绩并列获得冠军，张雨霏以0.07秒之差收

获铜牌。此外，麦克尼尔以54秒05的成绩摘得

100米蝶泳的冠军，以25秒25拿到50米仰泳冠

军，两个夺冠成绩都刷新了世界纪录。

20岁的美国小将赫斯克本届短池世锦赛4

金3银的成绩单格外亮眼。赫斯克近两年成长很

快，东京奥运会时她拿到了100米蝶泳的第四

名，不过今年6月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她已经

站上了100米蝶泳的最高领奖台。逐步成长的赫

斯克也是张雨霏不可小觑的对手之一。

此外，美国选手道格拉斯、芬克，东道主选

手艾玛·麦基恩等都有上佳表现。备受关注的罗

马尼亚18岁小将波波维奇延续了稳定表现，收

获了男子200米自由泳的银牌，并“二刷”了100米

自由泳的青年纪录，最终将该项目世界青年纪

录定格在45秒64，并收获第四名。

亚洲范围内，28岁的日本选手濑户大也表

现出色，他收获了2金1银。在男子400米混合泳

比赛中，他以3分55秒75的成绩夺冠，成为世锦

赛历史上首位在同一项目上实现“六连冠”的选

手。200米蛙泳项目中，他以刷新亚洲纪录的2分

00秒35的成绩摘金。

韩国泳坛近年来有些沉寂，不过19岁小将

黄善宇的表现十分抢眼。他以1分39秒72的成绩

夺得男子200米自由泳的冠军，成绩还刷新了赛

会纪录、亚洲纪录。有了黄善宇的助力，韩国队

在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中的实力得到

提升。

此外，以7分33秒78刷新男子800米自由泳

亚洲纪录的日本选手竹田涉瑚、以22秒01追平

男子50米蝶泳亚洲纪录的新加坡选手张正伟等

也都将是明年杭州亚运会上值得关注的对手。

本报记者 林剑 黄心豪

12月21日，2022中国体育文化博

览会 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以下简

称“两个博览会”）在网上正式开幕。

本届两个博览会围绕加快建设体育

强国的目标，以“凝心聚力向未来”为

主题，展示新成果、贡献新思路、搭建

新平台、推进新模式，向全社会广泛

宣传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促进

体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

本届展会上，由国家体育总局体

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

打造的体育文化体育旅游主题展区，

共有四个专题展区、一个艺术展区，

精选中国体育博物馆400多件馆藏文

物，传承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彰显中

华体育精神崭新风貌，展示新时代中

国体育事业发展成就。

广州、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吉

林、江苏、福建、山东、河南、湖北、云

南、青海、宁夏等多个省区市亮相展

示，集中展现各地民族民间民俗体育

文化、运动休闲小镇、体育主题公园、

示范基地、体育赛事IP等，展示我国体

育+文化+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成

果。在云端，可以看到广州在建设“世

界体育名城”征途中取得的阶段成果

和未来部署，以南沙区为代表的各区

域，通过积极申办和引进国际高端体

育赛事，推动体育与文、商、旅、创融合

发展。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也展示了中国体育彩票发展历程。

除主论坛外，本届两个博览会设

置10场系列论坛：体育局长论坛、世

界体育名城·广州论坛、体育商业峰

会、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论坛、青少

年体育发展论坛、冰雪产业论坛、体

育场馆设施运营发展论坛、博物馆馆

长论坛、高等院校校长论坛、体育文

化数字化发展论坛。近百位高层次体

育管理者、知名学者、商业精英等齐

聚云端，共话体育强国建设中的体育

文化、体育旅游发展大计。今年博览

会首次举办体育文化数字化发展论

坛，以《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

化战略的意见》为指导，提出八项重

点任务，围绕国内数字藏品发展状

况、行业变局与未来发展方向，聚焦

体育文化数字化领域展开对话与交

流，推动“体育+数字”发展。

本次展会吸引了来自2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370余家体育企业、品牌、组

织参展，充分利用博览会商业平台作

用，搭建多元市场供需对接平台。通过

组织商务洽谈、在线商务对接、体育场

馆资源对接、企业秀场、优秀项目推介

等系列活动，促进体育优质项目与资

本对接落地，拓展体育市场，助推构建

新发展格局。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王子纯

2022年，青少年体育的改革发展

开创新局面。新修订的体育法填补了

青少年体育的法律空白，明确“国家

优先发展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党的

二十大报告又提出“加强青少年体育

工作”“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党和国

家对青少年体育的高度重视，为开展

青少年体育工作创造了良好环境，为

建设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筑牢了坚

实基础。

2022年，体教融合工作进一步深

化，青少年健康促进体系、青少年体育

训练体系和青少年体育竞赛体系不断

完善。“健康第一”理念深入人心，多措

并举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学校、体

校、社会体育俱乐部三大阵地齐发力，

拓宽渠道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青

少年体育工作大步向前发展，引领青

少年爱上运动、终身运动，为体育事业

接续奋斗、蓬勃发展注入无限生机。

校内校外形成合力

校园内，开齐开足上好体育课仍

然是基本要求。在“双减”背景下，丰富

体育活动类型，填补体育需求缺口，成

为学校体育工作新亮点。在西藏自治

区体育局举办的2022年送民族传统体

育下基层活动中，拉萨市曲水县达嘎

镇小学500余名师生在校园内体验了

马术、押加、响箭3个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特色鲜明的活动受到热烈欢迎。在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带动下，冰雪运

动进校园活动广泛开展，极大丰富了

课后服务体育活动，也形成了一批具

有代表性的冰雪特色示范校。

同时，各地积极探索优秀退役运

动员、教练员担任学校兼职、专职体

育老师，有效解决学校体育师资不足

等问题。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推动18

县（市）和州直属学校配备充足体育

教师，鼓励退役运动员、有体育特长

的志愿人员兼任体育教师，通过“引

进来+走出去”等多种途径加强体育

教师培训，促进体育教师全面提升。

为充分发挥体育综合育人功能，各地

还积极推进冠军运动员进校园活动。

今年5月，2022年全国“奔跑吧·少年”

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全国分会

场（江苏）启动仪式暨南京市“冠军进

校园”主题活动在南京市南化第四小

学举行，奥运冠军张常宁和全运冠军

唐宁雅在校园中指导排球技能，鼓励

广大青少年传承和弘扬女排精神，不

断超越自我。

2021年12月，国家体育总局办公

厅印发了《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

（以下简称《规范》）的通知，在社会体

育培训机构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方

面，为社会力量走进校园提供了政策

保障和标准，有效解决学校体育运动

单一、专业性不足等问题。另一方面，

倒逼培训机构在教学产品、教学环

境、服务内容、服务方式等方面下工

夫，引导支持为青少年提供更多元、

更丰富、更具性价比的体育培训产

品，满足青少年的个性化体育需求。

2022年，学生迎来“双减”后的首个寒

暑假，体育培训十分火爆，主动参与

运动的青少年越来越多。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李金霞

近日，贵州省六盘水市凉都体育中心、黔

西南州兴义体育中心十分热闹，备受期待的

贵州省首届“美丽乡村”篮球联赛省级常规赛

在这两个地方同时举行。来自全省的9支市

（州）代表队在两个分赛区通过16场单循环赛

争夺4个全省总决赛席位。扎根乡村的篮球

赛，闪耀整个体育场，篮球成为当代贵州农民

体育响当当的名牌。

贵州省“美丽乡村”篮球联赛是贵州省体

育局围绕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以体育助力乡

村振兴为着力点，推出的以篮球项目为核心

的贵州省“美丽乡村”跨年度IP赛事。赛事以

村镇为主战场，号召年龄22周岁到45周岁的

本地乡镇居民参加。该赛事通过乡镇赛、县

区赛、市州半决赛、省级常规赛和总决赛的竞

赛模式，打造五级联动的全省群众性体育赛

事品牌。前期覆盖了全省9个市（州）、88个县

（市），共组织了民间篮球队2624支。截至目

前，共开展5457场比赛，覆盖446.75万群众。

赛场上，运动员默契的配合、激烈的对

抗、巧妙的传球，每次进球都能引来观众的欢

呼叫好。这些来自基层乡镇的运动员很多都

是第一次参加这样高规格的比赛，他们带着对篮球的热爱，

以及为家乡赢得荣誉的渴望，在赛场上全力去拼。篮球展现

他们顽强拼搏不服输精神的同时，也改善着他们的生活环

境，乡村基础设施不断提升。因“村BA”爆火的黔东南州台

江县台盘村，当地篮球场已经开启扩建改造，新增了看台、

休息室、卫生间、沐浴间、媒体接待室等设施，还对水、电、路

及房屋等村庄环境进行了改善。

篮球的影响力遍及贵州，俨然成为全省风靡的运动，以

篮球为核心做好农村体育文章的市州不在少数。六盘水近年

来大力实施全民健身工程，2020年在全市实现农体工程全覆

盖，篮球场数量达1132个，542个村寨均有业余篮球队组织业

余篮球赛。为了在黔西南营造更好的乡村篮球赛事氛围，黔

西南州将贵州省“美丽乡村”篮球联赛启动仪式放到晴隆县

阿妹戚托小镇举办，开展了乡镇赛、县区赛，赛事覆盖8个县

（市）、91个乡镇，一共93支队伍进行了247场比赛。

近年来，贵州省通过体育文化杠杆，调整以赛办赛的传

统路径，努力撬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拓展“体育+”

新业态，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增添民族文化新活力，呈现

出以赛促健、以赛促文、以赛促旅、以赛促销、以赛促产、以

赛促兴的良好态势，推进全民健身事业迈上新台阶。

（随着“新十条”疫情防控措施的贯彻落实，体育场所、

商场、影院等恢复正常营业。当前形势下，人人都是自己身

体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日常防御疫情的传播和病毒的感染，

除了注射疫苗做好自身的防护，注意日常的饮食起居外，也

要注意加强运动锻炼，增强体质提高自身免疫力，这是抵抗

病毒侵袭的最好选择。现在全国各地均在大力推进全民健

身运动，通过全民健身活动，强体魄、健心智、提信心。国家

体育总局群体司、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群体部和本报特开辟

“全民健身动起来 科学锻炼强体魄”专栏，介绍各地开展群

众性体育赛事活动的情况，并推出科学的健身方法和知识，

助力大众构筑自己的健康屏障。）

巴黎奥运田径参赛资格方案公布

2022中国体育文化博览会 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凝心聚力向未来 提升荣誉感 增强凝聚力
———国家皮划艇队结束军训

青少年体育开创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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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短池世锦赛看国际泳坛

美澳强势领跑 韩日加速追赶

乡村篮球赛。 中体在线 郑智敏摄（资料照片）


